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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期以来，关于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无论从早期重商主义的严格禁止进
口到晚期重商主义保持贸易顺差的思想，还是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都将进口看作是国民收入的
漏出项或漏出因子，经济增长的负因素，致使长期以来一直将焦点集中在出口上。在贸易政策方面，
国家通过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等措施鼓励出口，而对进口则实行不同程度的关税和非关税限制措施。
这种观点和做法抹杀了进口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 
一、静态会计核算方程式视角下认识外经贸作用的不足 
目前，国内统计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评价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从净出口的角度来评价外贸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其公式为： 
GDP=C+I+（X-M） 
即：国内生产总值=总消费+总投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并由此推出的增量恒等式： 
ΔGDP=ΔC+ΔI+(ΔX-ΔM)以及由此而推出的外贸对经济增长的量化公式： 
外贸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净出口增加额/GDP增加额*100% 
外贸对GDP增长的拉动度=GDP增长的百分点*外贸对GDP增长的贡献度。 
但是，按照这种方法衡量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存在很大缺陷。其主要的缺陷在于，使用这种方法
测算的“外贸贡献度”指标低估了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该方法对“外贸贡献度”的测量仅仅是
直接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出发的一种会计核算。尤其是片面强调净出口及其静态结果，它只能反映某一
年度经济增长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各个变量之间的直接的数字关系，不能充分揭示国民
经济几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的动态联系。如果将上述恒等式扩大到世界经济范畴，一国的出口必然
是另一国家的进口，即X-M=0。意味着世界贸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为零，这与人们看到的国际贸易
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现实是相悖的。 
二、进口对经济增长积极作用的理论基础： 
（一）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较早地认识到了进口的积极作用。该理论包含了进口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李嘉图
也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受到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会提高，而进口
能够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和原料，降低食品等的价格，从而阻止在本国发生作用的土地边
际收益递减的倾向，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 
H-O模型在222假设的基础上分析指出，一国应该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富生产要素的产品，进口
密集使用本国希缺要素的产品，这样一国就可以通过对外贸易获得额外的利益。 
（三）约翰·穆勒的思想 
穆勒认为国际贸易对参与国的经济具有两种利益。一种是直接利益，一国通过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上进行专业化分工，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自身相对劣势的产品，可以使贸易双方都获得贸易
利益。一种使间接利益，通过进口引进本国不能生产而经济生活中又必需的原材料、机器设备，从而
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引进本国市场上没有的产品可以引导产生国内的消费需求，从而带动本国经
济的发展。 
（四）罗伯特逊等“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 
在这个专门论述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关系的命题中也探讨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该命题认为出口
的扩大意味着一国进口能力的提高，而进口中的资本物资对一国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
进口物资的获得是通过贸易渠道，这大大节约了社会劳力，另一方面通过消化资本物资中所蕴含的技
术和创新，可以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加速经济的增长。 
（五）罗默、卢卡斯的新增长理论 
以技术内生为主要特征的新增长理论认为进口可以通过资本物品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
他们认为技术的提高除了传统的研究开发即R&D方式外，还有一种重要的被动改进方式，那就是在干中
学的经济行为，通过进口资本品的技术外溢效应实现自身技术水平的革新。 
三、进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现实分析 
上述理论研究，虽然研究的角度不同，但大都包含着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并且分析了进口促进
经济增长的各种机制和途径。通过现实中的分析，在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刺激需求的扩大 
进口本国尚未生产的产品，开拓了国内市场，可以诱导国内新产业成长；进口本国没有或稀缺的资
源，满足了生产的需要；进口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相当于创造环境财富；进口国内已经生产的产
品，就发出明确的扩展信号，进口替代的工业由此发展起来；进口投资品使劳动力比较优势得以发
挥，条件具备时转变为出口的扩大；进口还可能使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好的产品，提高消费者
福利水平，并刺激其他需求的扩大。 
（二）激发创新 
通过进口，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发展经济是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可以说科技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
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进口节省了创新的成本，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以及先进管理思想等将直接促
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可以节省时间，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为发展高科技
产品、培育后发优势提供可能。同时进口的过程，也是人们思想进步、思维方式改变和观念更新的过
程，更是制度创新的过程。 
（三）促进资本积累 
通过进口的支持，出口部门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提高积累率，加速发展。进口还为国外资本的进
入提供必要条件，弥补了经济发展的资金缺口。进口竞争还使企业产生了提高积累率的压力，而资本
的积累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四）通过进口更好地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调整和协调发展 



经济落后国家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利用后发优势，优先扶持和发展最有发展前途的战略性产
业。通过合理调整产品进口政策，使进口政策与支柱产业发展相一致，可以有效地促进国内产业的改
造，产业结构的完善和产业组织的协调。另一方面，通过进口把本国企业纳入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之
中，必然使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激烈的竞争加速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的过程，迫使落后的
产业及时淘汰，促使高效率的企业达到合理的规模，从而优化本国的市场结构、产业结构，优化资源
配置。 
四、进口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一）相关系数 
GDP与进口额之间线性相关的程度可以用相关系数来度量，由于r=0.957493，取a=5%，r(0.05，15)=
0.4821＜0.957493，通过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线性相关性。 
（二）回归分析 
在此以1989－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进口额及滞后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对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做定量分析。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M表示进口额，考虑到进口变化有先于GDP变化的趋势，引
入滞期变量M1、M2分别表示进口额滞后一年和两年的数据，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提高模型的模拟
效果，在这里利用GDP、M、M1、M2的对数值建立回归方程lnGDP=a+blnM+clnM1+dlnM2。 
（注：1989－2004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5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并按200
5年人民币汇率平均价折算，GDP及M的单位为亿元） 
以Eviews3.1为分析工具，以lnGDP为被解释变量，lnM、lnM1、lnM2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
下： 
■
通过回归结果可以看到R2=0.990245，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强，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
较高。F=372.1913，回归结果较为显著。 
上述分析结果可解释为：虽然某年进口的增加1个百分点，使GDP减少了0.23个百分点，但从长远来看
进口对GDP的拉动作用远大于该年由于进口所必需的支出导致的GDP的减少。由回归结果可知，第N年进
口增加1个百分点，第N+1年的GDP将增加0.74个百分点，第N+2年的GDP将增加0.22个百分点。不难看出
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而且进口的滞后效应很强。 
五、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理论上，主流经济学家虽然研究的重点和角度不一样，但一直都比较看
重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在现实中，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口贸易所带来的需求的增长、竞争
的深化、创新的引入、产业结构的协调、资源配置的优化都是有目共睹的；在实证分析中，可以得出
结论：进口增加1个百分点，将带来当年GDP减少0.23个百分点，然而却会带来第二年GDP增加0.74个百
分点和第三年GDP增加0.22个百分点。因此说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是促进经
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增量因子。根据以上分析的结果和结论，结合我国对外贸易的现实情况，我们应
该适度扩大进口，尤其是国内稀缺要素的进口，提高进口增长率，充分发挥进口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
用。但同时由于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滞后效应很强，因此在促进进口的同时还应该关注进口带来的资
源配置优化效应，利用进口贸易推动国内经济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提高资本报酬率、提升产业竞争和
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增长，从而充分发挥进口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这对与一向重视出口贸易、忽视
进口贸易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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